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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文化》

前言

第一节 中国旅游文化界说一、文化与旅游文化人类的文明包括认知、伦理、审美三大领域，正是在这
三大领域的衍化中，人性诞生和发展起来。文化本义见仁见智颇多，国内诸多著述多从词源学上追溯
罗列，其实文化实质性的含义就是“人化”或者“人类化”，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
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自然的人化即文化。《英国大百科全书》（1974）将文
化界定为：“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
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
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这一概念颇为全面，一是它指出了文化是人的创造而非自然
物，是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但文化对自然又不是排斥的，只要是对原始的自然按人类的规则加工
以后，自然也就有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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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文化》

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文化(第3版)》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而作用于旅游生
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旅游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明凡是能为旅游直接服务或间接服务的都应纳入中国旅游文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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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文化》

章节摘录

《周礼》中便记录了中国古代建筑规划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一直为后人建筑规划所遵循，并且随着
历史礼制的强化，皇权统治地位的提高，祭祀的繁复，使得建筑布局必须按主次布置，并形成与礼制
对应的对称、规整、轴线等布局手法，人的一切活动被禁锢在方正的大街小巷分成的内向院落之内。
根据中国伦常礼法的原则和建筑平面均衡的特点，中国的建筑无论是一般住宅还是宫殿、寺庙，都遵
循着一种庭院式组合方式，即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屏障等环绕成为一个个庭院式建筑
群。道理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乡土气息、田园情调总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宗族观念，子嗣相承，有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有讲究秩序、注重等级、主次分明、尊卑有序的位
序观。这种布局一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君臣、长幼、内外、男女等级差别；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庭院深
深深几许”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特有境界。中国建筑中的民居，更多地表现为群体艺术，城市多以不同
体形、体量建筑与不同面积、形状的院落组合成复杂多层次的空间系统，用引导、限定、聚散、开合
、对比、烘托等手法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民居的合院格局在唐时已趋于成熟，这种民居多采用具有
明显中轴线的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宅院多在主要房屋之间用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成四合院，也有全
由房屋围成的狭长四合院，或以围墙和房屋结合而成的三合院。皇家的宫殿坛庙建筑，如故宫、天坛
是如此，大的城市、水乡古镇的民居，如北京、上海、苏州，无不如此。在西方人眼中，北京的胡同
、苏州的小巷、上海的弄堂，都是伴随城市产生而产生，是市井生活和风情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写照
和缩影。北京民居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苏州的天井院、云南大理的三坊一照壁、白族的四合五
天井，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群落。白天，当一户户人家离家忙于工作，此时它是幽静的、生僻的
，但一早一晚，节日假期，喧闹嘈杂，充满生活情调，这一切，不仅使许多外国游客以影像给以记录
，而且希望住宿这样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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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旅游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广义的文化活动，它是文化的消费，又是文化的创造。可以说旅游最本质
的特征就是旅游者变换原有的文化环境，探奇求知，变换生活节律，以吸取其他地域的文化。无论是
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旅游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文化精神的需求。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这是新时期国务院对旅游业发展的第一个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在历史发
展的每个重要时期都对旅游业提出新的要求，这次《意见》有鲜明的新时期特点，具有强烈的里程碑
意义。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市场，无论是海内外嘉宾慕名而来，激活中国的旅游资源
市场；还是中国公民走出去，到异域观光旅游，中国的游客将成为世界旅游业潜在的客源市场。如何
使来中国的游客游有所值，不仅需要让他们睁开眼看中国，更需要通过书籍、影视声像深入浅出、全
面细致地介绍中国文化，只有你懂中国旅游文化，才能通过你的服务使游客对中国旅游文化有所了解
。而未来承担旅游业津梁重任的大学本科学生本应以高于现有业内人员的素质进入这些岗位，这样我
们不仅可以有经济实力、管理实力而且有文化实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意见》要求的目标
——旅游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力争到2020年我国旅游
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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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文化(第3版)》是全国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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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文化》

精彩短评

1、还可以，足够作参考书籍用的。
2、排版还可以  不过课上基本用不上书
3、教材还没有用，这是上课必须要用的。。。。
4、书很好，跟学校订的一样
5、本书为中国旅游文化概览。由于中国的旅游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所以本书所涉及的旅游与文化关
系的阐述方面也是相当广阔的了：山水文化、聚落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
、民俗文化、烹饪文化、酒文化、茶文化、诗词文赋文化、书画雕刻文化、戏曲歌舞文化、工艺美术
文化、花鸟鱼虫文化等等与旅游有一定关系的文化内容均在作者讨论的范围之中了。能做到这一点也
实属不易啊！
6、开始没看清，原来是教材。。。速度很快，文理学院的快递就就只有这个给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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